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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跨国石油公司在非洲的能源博弈

沈小钰
(中国人民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 北京 100872)

  [摘要 ] 非洲储量丰富且具有多种优势的石油天然气资源引起了当今世界的广泛关注,其特

殊的战略地位使之成为当今世界石油争夺中的新焦点。作为当今国际关系中活跃行为体的跨国石

油公司更是在非洲展开了激烈的能源角逐,在其具体行为的背后, 反映的是各自母国在非洲的能源

战略博弈。美欧日等大国及其跨国石油公司凭借其传统优势,在非洲能源市场占有举足轻重的地

位。中国应继续加强与非洲的全方位合作,在共同维护非洲稳定和安全、促进非洲发展的前题下,

改革和创新中国跨国石油公司在非洲的投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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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今世界,没有任何一种商品能像石油那样

对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安全和社

会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正如汉斯#摩根索所指出

的,石油作为一种不可取代的原料的出现,引起了主

要政治大国的相对权力的变化。谁能够将它加到自

己原有的原材料资源上, 谁就大大增加了自己的资

源,并以相应比例剥夺了对手的资源。
[ 1] ( P. 130)

作为

工业社会的血液,石油成为各大国在世界范围内相

互争夺和博弈的目标, 稳定的石油供应渠道上升为

关系国家能源安全的战略问题。由于长期以来海湾

地区领土争端、民族矛盾和教派冲突不断, 9# 11以

来对伊拉克的军事打击更加剧了该地的动荡, 为寻

求新的安全、稳定的油气供应渠道,各大国纷纷瞄准

占世界石油探明储量 10% 的非洲大陆。非洲的能

源资源具有多种优势, 近年来其战略地位的特殊性

也越发得到凸显,正是在此背景之下,非洲石油市场

成为各跨国石油公司竞相角逐的新战场。

一、非洲丰富的石油资

源与特殊的战略地位

  (一 )储量丰富,产量逐年增长

非洲石油资源主要集中在北非撒哈拉油区、苏

伊士湾油区和西非几内亚湾油区。 2008年,非洲已

探明石油储量近 1256亿桶, 占世界总探明储量的

10% ,剩余探明天然气储量 14. 65万亿立方米,占世

界剩余探明储量的 7. 9%。
[ 2 ] ( P. 8- 22)

非洲平均日产原

油 1028万桶左右, 约占全球原油日产总量的 10%

~ 13%。
[ 3 ]
近年来, 非洲石油产量呈长期稳步增长

态势,在世界石油产量中的占比也小幅稳步增长,从

2001年的 10. 55%增长到 2008年的 12. 57%。非洲

主要产油国有 13个, 尼日利亚是第一大产油国,

2008年日产 217万桶,占非洲总产量的 2. 7% ,其他

依次为安哥拉 ( 2. 3% ) , 阿尔及利亚 ( 2. 2% )、利比

亚 ( 2. 2)和埃及 ( 0. 9% )。
[ 2]
国际能源署预计, 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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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投资的增加和勘探技术的进步, 非洲石油储量

还会有大的增加。据 2002年美国能源部能源信息

出版署出版的 5国际能源展望 6预计, 与 2002年相

比, 2010年非洲的石油日产量将增加 42%, 2015年

增加 65% ,到 2030年产量将翻一番。

(二 )出口量大,占比远高于产储

作为重要产油区的非洲,由于地区工业化偏低,

长期以来对石油的消耗偏低,因此石油出口成为大

部分非洲产油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柱。尼日利亚政

府财政收入的约 80%、安哥拉政府财政收入的

90%、加蓬政府财政收入的 60% 都源于石油出

口。
[ 4]
近年来,非洲石油出口稳定, 占世界总出口量

的比重大于其石油储量占世界的比重。 2008年,非

洲探明石油储量占世界总储量的 10% ,石油产量占

世界总产量的 12. 57% , 出口量占世界总出口量的

14. 3%。其中, 尼日利亚出口石油中的 44% (约 99

万桶 /日 )出口到美国, 15%出口到欧洲 (其中法国

占 5% ),阿尔及利亚有 34%出口到美国, 利比亚出

口石油中的 74%流向了欧洲 (其中意大利占 35% ,

德国 14% ,法国 9% ), 7%则到了美国。
[ 5]

(三 )质量上乘,成本低廉

非洲石油不仅储量丰富,而且大多质量上乘,适

合生产汽车燃油。几内亚湾石油品种有 40多种,且

多为优质轻原油,含硫量及矿物成分极低,容易提炼

和加工。尼日利亚 65%的原油比重在 35以上, 富

含汽油和柴油; 安哥拉原油比重在 32~ 39. 5之间,

含硫量仅为 0. 14% ~ 1. 12%。
[ 6] ( P. 15)

除此之外, 与

中东、南美、中亚等传统石油产区相比, 非洲采油成

本总体较低, 平均每桶成本仅为 3. 73美元左右,而

整个世界范围石油开采的平均成本为 5. 3美元 /

桶。
[ 7] ( P. 79)

另外, 其运输成本也十分低廉。美国从非

洲进口石油的运输成本低于从波斯湾进口, 欧洲国

家从北非撒哈拉地区和苏伊士湾通过管道进口天然

气也十分便捷。如此巨大的开采价值和商业利润,

成为跨国石油公司纷纷登陆非洲进行石油博弈的重

要原因之一。

(四 )油田远离大陆,稳定安全

非洲石油资源有 1 /3分布在大陆近海,其中约

有 3 /4聚集在西非的几内亚湾。近年来由于深海勘

探技术的应用,在几内亚湾发现了大量新油田,被国

际能源界视为最具发展潜力的油气储藏带。从尼日

利亚到安哥拉一带的近海海域, 其石油多为浅层石

油, 仅 2003年就在安哥拉、贝宁、刚果、赤道几内亚、

加蓬、尼日利亚、毛里塔尼亚和南非等国 2~ 2000米

深的近海成功开钻出油气井近 30口。
[ 8] ( P. 53)

专家认

为, 在喀麦隆、刚果、加蓬、安哥拉和纳米比亚近海更

深的水域还有储量更大的油田。非洲海上石油的开

发不仅可以躲避一些国家的政治或社会动乱, 而且

易于从陆上油港或海上油码头外运。由此, 也使得

非洲石油较海湾地区相对稳定。

(五 )对外国投资的优惠政策

由于长期的贫穷与落后, 一些非洲产油国为了

使地下 /黑金0成为撬动经济的 /杠杆 0,纷纷实行对

外开放,制定优惠的政策引进国外资本与技术以开

发石油矿产资源, 为跨国石油公司大开方便之门。

喀麦隆修订了与外国公司联合开采油气的有关条

款, 允许外国合伙人拿走 40%的产量, 在国外销售

并把所得收益保留在国外。赤道几内亚实施了新的

5石油开采法6,以原油偿还外商投资。此外, 除尼

日利亚外,大部分非洲产油国都不是欧佩克成员,石

油生产不受配额的限制, 在石油的产量和价格方面

要比欧佩克国家灵活得多, 这也使非洲在世界能源

供应中的地位不断提高。

二、跨国石油公司在

非洲的战略布局

  在当今的国际石油市场上,以美国埃克森美孚、

英荷皇家壳牌集团、英国 BP、法国道达尔、美国雪佛

龙等为代表的跨国石油公司控制着世界 30%以上

的石油工业生产值,其贸易量和直接投资金额超过

了世界的 2 /3,并拥有世界市场 80%以上的世界石

油石化先进技术。
[ 9 ] ( P. 90)

法国道达尔、意大利阿吉普

公司、英国 BP公司、挪威国家石油公司等欧洲石油

巨头在非洲各产油国都有大量的业务,在开采原油

的同时,又大量出口成品油给非洲国家,获取了丰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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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润。几内亚湾大多是前法国殖民地, 除尼日利

亚外, 法属石油公司在该地区拥有几乎全部的石油

开采权。近年来,随着美国对非洲石油的日益重视,

欧洲的石油公司的传统势力范围日益受到美国公司

的挑战,美国利用一些国家投资自由化、私有化的时

机,大举进军非洲。如在西非法语区国家,美国和法

国的石油公司竞争激烈, 大大削弱了法国公司的份

额,在乍得等国, 美国公司开始占据上风。英国和法

国等老牌殖民地国家相继调整了对非洲的外交政

策,将非洲重新置于重要的战略位置。

非洲国家石油产量第一的尼日利亚近 3 /4的原

油生产均由西方的石油公司控制经营, 壳牌、雪佛

龙、埃克森美孚、道达尔等石油公司占有绝大部分作

业权。自尼日利亚成为产油国以来, 壳牌集团在该

国石油工业中始终占据着核心地位。壳牌集团仅在

尼日利亚就拥有近 40个勘探和生产区块的作业权,

2001年 3月,尼日利亚对 22个石油区块进行第一

轮石油招标, 有 46家石油公司角逐, 壳牌获得了

OPL245区块作业权,道达尔和南大西洋石油公司联

合获得 OPL246块作业权。 2003年, 壳牌公司原油

日产量曾达到 99. 9万桶,约占尼日利亚当时日产量

的 45. 4% ,占据了尼日利亚的半壁江山。然而壳牌

公司的主要油田位于局势动荡的尼日尔河三角洲地

区,受频频发生的武装袭击和人质绑架事件的影响,

壳牌公司被迫连续削减产量, 2007年产量份额滑落

至 22%。
[ 10]

2005年埃克森美孚在尼日利亚建设了

E rha深水油田,日产达 15万桶。 2007年,埃克森美

孚在尼日利亚的日产量为 75. 5万桶, 约占尼石油产

量的 35% ,成功超越了壳牌集团。 2007年雪佛龙公

司在石油领域投资 196亿美元, 其中 25% 投入非

洲,投资额超过 10亿美元的石油天然气开发项目有

30多个,其中 8个在尼日利亚。
[ 11] ( P. 13- 14)

安哥拉的大部分油田位于海上, 2008年其石油

产量约为 180万桶 /日。其中仅道达尔公司位于安

哥拉海上深水区第 17号区块的罗萨油田的日产量

就维持在 50万桶 /日。于 2002年投资 27亿美元开

发的目前最大海上油田 ) ) ) 吉拉索尔油田,被探明

约有 10亿桶石油储量,最高产量可达 200万 /桶,各

大跨国石油公司纷纷参与分羹, 其中埃克森美孚占

20% , BP 占 16. 67%, 挪威国家石油公司占 13.

33% ,挪威海德鲁公司占 10%。
[ 12] ( P. 75)

2007年, 道

达尔公司又在安哥拉 32号区域发现了油田, 安哥拉

国家石油公司 Sonangol持有 32区的特许权, 而道达

尔作为运营方可以拥有 30%的权益。

阿尔及利亚石油产量 200万桶 /日, 其出口天然

气占欧盟进口天燃气的四分之一, 此外阿尔及利亚

还是世界上最大的液化石油气的出口国之一。由美

国的安纳达科石油公司、伦敦苏格兰海上石油公司、

丹麦马士基油脂公司与阿尔及利亚国家油气公司组

成了阿最大的外资公司, 产能约占阿总量的四分之

一。此外, 道达尔、西班牙普索尔石油公司、越南石

油公司都在阿尔及利亚获得了勘探区块。中国石化

集团于 2002年中标并签约扎尔扎亭油田提高石油

采收率项目,该项目投资 1. 68亿美元,预计将在 20

年内产出 1. 62亿桶石油。

利比亚石油储量居非洲第一, 世界第九, 2008

年已探明石油储量达 437亿桶,石油及相关产品出

口占该国出口总值的 95%以上。自 2004年 4月美

国宣布放宽对利比亚实施的长达 18年的经济制裁

后, 利比亚首次在石油勘探领域向国外开放市场。

美国西方石油公司获得了 5个油田的勘探开采权,

并且与澳大利亚的伍德森石油公司分享另外 4个油

田的勘探开采权; 雪佛龙石油公司获得黎波里南部

Marzouk勘探许可权; 美国赫斯石油公司也赢得一

项开采许可权。这三家美国公司都曾于上世纪 60

年代中后期开始在利比亚从事石油开采, 并因为

1986年美国政府对利比亚实施经济制裁而离开了

利比亚。印度公司在 Syrte地区, 加拿大的 V erenex

能源公司、阿尔及利亚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印尼

Medco国际能源公司均在利比亚获得勘探开采

权。
[ 13 ]
此外,意大利、法国、西班牙、挪威、南斯拉夫、

韩国等十几个国家石油公司也都在利比亚有石油勘

探开发项目。目前,已勘探石油区块的面积仅占利

比亚国土总面积的三分之一。

苏丹是非洲新兴的产油国,其石油储备大部分

位于在穆格莱德和迈鲁特盆地南部, 现已探明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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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67亿桶。上世纪 70年代, 雪佛龙公司一直在苏

丹从事石油勘探开发, 由于其国内冲突等原因, 90

年代初,雪佛龙公司撤出了苏丹。中国石油天然气

公司于 1995年进入苏丹,组建了大尼罗石油作业公

司 GNPOC (由中石油、加拿大塔里斯曼能源公司和

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组成 )。当前在苏丹的国际

石油公司主要来自亚洲,除中石油、马来西亚的国家

石油公司外, 还有印度的石油和天然气公司

( ONGC)。1999年 8月, 由中国援建的苏丹南部穆

格莱德盆地黑格林格油田出油,一年内该油田共生

产原油 6400多万吨, 苏丹获收入 6. 8亿美元, 中国

获 3. 2亿美元。 2003年,中国还为苏丹修建了 1506

公里的石油管道并帮助苏丹发展完善从开采到销售

的一系列石油工业体系。

近年来,亚洲国家石油公司的身影也越发活跃,

成为非洲石油市场上的一支劲旅。如马来西亚的国

家石油公司在阿尔及利亚、埃及、安哥拉、苏丹、乍得

等 15个非洲国家拥有上游业务和油气产量。中石

油自 1995年成功进入苏丹石油市场以来, 已经将其

业务拓展到阿尔及利亚、利比亚、乍得、毛里塔尼亚、

尼日尔、赤道几内亚等 10个国家。 2005年, 中石化

与安哥拉签订了海上石油合作项目后, 安哥拉成为

我国最主要的原油进口国之一, 年供应量超过 2000

万吨。此外,印度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印度石油公

司、印度国营天然气公司、印度 O il Ind ia、韩国国家

石油公司、韩国天然气公司、韩国 SK Energy、泰国石

油勘探开发有限公司以及来自台湾的台湾中油公司

等都在非洲积极拓展石油业务。

三、跨国石油公司背后各大国

在非洲的能源博弈

  跨国公司作为当今世界国际关系行为体的最活

跃因子之一,由于其特殊的身份,成为连接一个国家

同另一国家宏观主体之间的特殊媒介, 甚至扮演了

利益代言人的角色。美国学者斯贝茹 ( Joan E. Spe2

ro)曾在其所著的 5国际经济关系学 6中提到过: 跨

国公司是一种潜在的、强有力的政治力量,它常常会

想方设法地对一国的法律和政治政策施加影响, 而

且它对一国的政治环境确实影响很大。因此, 跨国

公司在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

用。跨国石油公司具有与普通的跨国公司一样的特

征: 一般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同时进行经营活动,

包括母公司及其在国外设立的分公司,是世界经济

舞台上集投资、贸易、金融、服务等经济功能于一身

的特殊主体。不同的是, 跨国石油公司一切活动都

围绕着油气勘探开发、炼油与油品销售、化工、天然

气贸易及发电、可再生能源的开发与利用等业务,是

石油、天然气和化工产品的生产经销商。石油的供

应与消费,关系着一个国家的能源安全与经济安全,

是一国生死攸关的战略资源。因此, 不同于普通的

跨国公司,跨国石油公司的国家化倾向明显,在追逐

利益的驱动之外, 还往往受国家战略需求的宏观指

导, 各跨国石油公司在非洲的角逐,其本质恰恰是各

国在非洲的能源战略博弈。

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和世界第一大

石油消费国,供应安全对其经济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因此如何凭借其经济和军事实力, 在全球实行扩张

性的石油政策是其战略重点。美国的能源战略重心

曾一度放在海湾国家,小布什上台以后,美国加快了

能源多样化步伐, 尤其对西部非洲国家发起了一场

全方位能源外交攻势。在 2003年发表的5美国国家

安全战略 6中, 非洲能源生产国的合作被美国确定

为 /加强自身安全0的重要途径。从克林顿到奥巴

马总统,从鲍威尔到希拉里, 到访非洲的美国政府首

脑和高官鳞次栉比,频率递增, 2009年 8月,美国国

务卿希拉里访问非洲七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

德怀特#帕金斯教授向 5国际先驱导报 6指出: /美

国向东直指最富裕的、具战略意义的肯尼亚;向南直

击在非洲居核心地位的南非和发展最快的安哥拉;

向西直指人口最多、美国重要石油供给国尼日利亚;

中部直攻处非洲心脏地理位置的石油大国刚

果。0[ 14]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 这些国家对美

国经济和能源的战略意义显得更为重要。埃克森美

孚、雪佛龙等美国主要石油公司已经在非洲站稳脚

跟, 垄断了不少国家的石油开采项目。赤道几内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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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哥拉、加蓬、刚果 (布 )和科特迪瓦等国的油气资

源已经基本上被美国公司掌握。尼日利亚和安哥拉

已分别成为美国第五和第七大石油供应国, 每年分

别向美国供应 3. 6亿桶和 1. 17亿桶原油。埃克森

美孚石油公司耗资 37亿美元在西非地区铺设了一

条长 1000多公里的管道,将乍得的石油输往喀麦隆

的大西洋沿岸。
[ 15 ]
此外,该公司还计划在未来 10年

内在非洲投资 500亿美元,勘探和开发非洲的油气

资源。据专家预计, 到 2015年, 非洲石油将占美国

石油总输入的 25%甚至是 35%, 从而超过整个波斯

湾地区。

由于欧盟所需石油、天然气等能源的 50%依赖

进口,因此对能源亦格外重视。作为老牌殖民地国

家,欧盟曾长期独占非洲油气资源,但由于非洲地区

宗教和种族纷争、国家腐败、贫困和争斗等等问题,

欧盟一度将能源战略重心主要放在俄罗斯、中东、中

亚里海地区,甚至在南美洲与美国展开了争夺。近

年来, 面对美国对非洲油气资源开发的咄咄逼人的

气势, 欧盟国家更加强了其在非洲石油的勘探和开

采力度。2008年 11月,沸沸扬扬的俄乌 /天然气之

争 0,再一次击中了欧盟的能源 /软肋 0,令欧盟如坐

针毡, 寻求稳定的天然气管道成为欧盟的能源战略

重点;紧接着 11月中旬,欧洲委员会 ( EC )和非洲联

盟委员会 ( AUC )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

举行高层会议,确立了建立非洲 -欧盟能源合作关

系的问题,还计划修建一条全长 4300公里、耗资将

超过 70亿欧元、年输送能力为 200亿立方米的天然

气管道,到 2015年将经西班牙或意大利把尼日利亚

的天然气运送到欧盟,而到 2030年输气能力将增至

300亿立方米。

作为第三大石油消耗国、第二大石油进口国,日

本在非洲的石油战略争夺可谓步步为营。为了保障

其能源安全,日本一直坚持 /寸土不放 0的能源外交

政策,愈发深入地贯彻其 /走入非洲 0战略。面对早

已被欧美站稳脚跟的非洲,日本通过淡化政治、突出

经济、政府开发援助 ( ODA )和经济合作协定 ( EPA )

等援助手段,积极开展经济外交,建立并强化了与非

洲产油国的关系。在日本政府对本国公司到国外勘

探开发的一系列优惠政策的支持下, 日本企业如日

本石油天然气和金属国家集团公司 ( JOGMEC )、日

本石油勘探公司 ( JAPEX )、新日本石油 ( ENEOS )、

三菱集团 ( M itsub ish i)、帝国石油 ( Te ikoku O il)、三

井物产 (M itsu i)、太阳石油 ( TaiyoO il)等多家日本石

油公司,在埃及、阿尔及利亚、安哥拉等国积极展开

勘探和石油开采,通过购买股份、产量分成和直接投

资开发油田等方式,力求获得更多的石油资源和产

品支配权。
[ 16] ( P. 9)

目前, 日本越加重视 /股份油 0, 即

在产油国石油项目中参股或投资, 每年从该国石油

产量中分取一定份额。在 2005年底结束的利比亚

第二轮石油对外招标中, 多家日本石油公司联合投

标共同应对激烈的竞争,成功获得了 23个中标区块

中的 5个区块。随着日本用经济援助铺路, 并不断

加大在非洲的投资,预计其未来对非洲石油的倚重

将进一步加大。

中国于 1992年开始进口非洲原油, 目前非洲已

成为中国的第二大原油来源地, 而且从非洲进口的

原油总量呈现迅速增长态势。 2004年中国从非洲

进口原油 3530万吨,占当年进口总量的比率首次达

到 30%; 2005年进口原油 3834万吨, 比上年增长 8.

6%; 2006年增长速度达到了 13. 5%。中国从非洲

地区进口的原油总量中, 大部分来自安哥拉、刚果、

赤道几内亚、苏丹、利比亚等国。中国虽然同大多数

非洲国家在政治上友好, 但进入非洲石油领域却比

较晚,相较于欧美跨国石油企业, 中国石油企业在非

洲的基础显得比较薄弱。同时, 我国的石油企业与

西方跨国公司相比,在规模、技术、资金、经验等方面

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近年来, 随着我国大力推行

/走出去0战略,我国跨国石油在非洲的发展取得了

长足的进步。 2005年 5月, 中石化与尼日利亚签订

协议,投资 5亿美元用于海上石油勘探开发。 2006

年 1月, 中海油以 22. 68亿美元现金收购尼日利亚

130号深海区块 45%的权益,进一步加强了中尼能

源合作,也为中国石油公司进入西非这块西方大国

长期独占的富油区提供了战略平台。
[ 17] ( P. 16)

2009年

上半年中国在非洲的直接投资同比激增了 81%, 高

达到 5. 52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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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非洲积极投资勘探石油资源的同时,引

起了西方社会的恐慌, 被认为是 /加入了西方石油

公司在世界各地抢夺石油的战争 0, [ 18 ] ( P. 79- 81)
因此

遭到西方国家的多方阻挠: 中国与苏丹政府的能源

合作遭到美欧等国的大肆批评;美国通过对利比亚

的制裁来遏制中国在该地区不断增加的影响; 近年

来我国跨国石油公司在非洲的投资连连受挫, 2009

年利比亚政府否决了中石油与以利比亚为主的尼克

斯能源公司的交易;同年 7月,中海油与加纳国家石

油公司进行的收购谈判受到了美国科斯莫斯能源公

司的干扰。可见,中国跨国石油公司在非洲的发展

任重而道远。面对各跨国石油公司在非洲的博弈,

中国应继续改革和创新我国跨国石油公司在非的投

资模式,通过开采 /份额油0和购买现有公司股份参

与该国石油资源开发等手段, 推广建立与当地互利

共赢的合作模式。与此同时, 我国应继续加强与非

洲的全方位合作, 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各方面

推进双边与多边的交流, 为中国跨国石油公司营造

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将 /走出去战略 0推向深入。

另外,还应平衡中国的能源利益与各大国关系,加强

与美欧日等国就广范的非洲石油和资源开发问题的

对话和合作,共同维护非洲的稳定和安全,促进非洲

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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